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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约束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基于 BPC G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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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 杭州 310027)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形成了“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这种结构并

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和谐。本文通过拓展的国际收支约束下经济增长模型 (BPCG) ,实证

分析了 1982 - 2005 年间我国长期理论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差异 ,分析其原因 ,并明确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来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着力点。要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有必要积极扩大内

需、并优化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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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简便起见 ,本文暂未分析资本项目对于这一互动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

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我国国际收支流量呈现快速

增大的趋势 ,并形成了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

“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 ,在 1982 - 2006 年的 25

年中 ,经常账户除 1985、1986、1988、1989 和 1993 年

有少量的逆差外 ,其余年份均为顺差 ,资本与金融账

户除 1983、1984 和 1998 年逆差外 ,其余年份均为顺

差 ,至 2006 年 12 月 ,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已达到 10

663 亿美元① ,国际收支呈现严重失衡的状态。“双

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我国长期所奉行的出口导

向战略和外国投资驱动战略有关。国际收支平衡事

关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和谐。

为此 ,2006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必须把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

务”。

传统的开放经济理论认为 :经济增长经过一定

时间的滞后会使经常收支恶化 ,导致对外资产的减

少 ,从而相应的使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量减少 ,货币

供给的减少经过一定时间的滞后会使经济增长减

慢 ,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将在循环变动的过

程中保持经常收支大致均衡状态下的较低增长[1 ] 。

而对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来说 ,经济增长引致的

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 ,经常项目将保持顺差 ,若央

行不采取冲销操作以控制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的

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和进口增长 ,使得经常项目顺

差减少 ,直到恢复平衡 ,若将资本项目纳入分析框

架 ,资本流动对于以上的动态关系会从三个方面产

生作用 ,一是外资对进出口的影响 ;二是对外汇储备

的影响 ;三是 FDI 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促进经济增

长。因此国际收支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互

动关系②。研究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与经济高速增长

并存的原因 ,明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来保持宏观经

济稳定的政策着力点 ,既具理论价值 ,更具现实意

义。

目前 ,国内外对于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 : ①立足于国际收支平衡

表局部项目流量的分析 ,主要是研究贸易和外资流

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包括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

模型及其实证分析、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 FDI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等[2 - 7 ] ; ②基于国际收支整

体或局部差额结构的研究 ,沿以下四条思路展开 :第

一 ,国际收支的收入 - 吸收分析法 ,假定在价格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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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情况下 ,分析国民收入的变化对国际收支经

常项目差额的影响。第二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 ,

分析了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对国际收支整体差额的

影响 ,部分学者从货币分析的角度 ,认为外生的由供

给引致的经济增长将导致国际收支的盈余[8 ] 。第

三 ,利用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 ,建立起贸易收支差额

与国内储蓄投资之间关系的“双缺口模型”(Dual

Gap Mode1) ,从而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 - 11 ] 。

第四 ,基于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均衡在长期中会成

为经济增长的约束的考虑 ,通过建立“国际收支约束

下的经济增长 (BPCG)模型”[12 - 13 ] , 进行动态研究 ,

并对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进行了实证研究[14 - 16 ] 。

综上 ,立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局部项目流量展开的

研究不能体现出国际收支整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

系。而基于国际收支整体或局部差额结构研究的前

三条思路研究多为理论分析 ,第一条思路强调国民

收入与国际收支的关系 ,未考虑经济增长与国际收

支的动态关系 ;第二条思路对于“经济处于充分就业

的水平”这一假设受到了质疑 ;第三条思路所强调的

“双缺口”与我国现存大量外汇储备的情况并不相

同。基于第四条思路 ,在国际收支平衡框架下对我

国展开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尚不多见。因此 ,本文以

国际收支约束下经济增长模型 (Balance of Pay2
ment s Const rained Growth ,简称 BPCG)为基础 ,结

合我国经济的现实通过对 BPCG 模型的拓展 ,就

1982 - 2005 年间我国国际收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在国际收支平衡框架下探讨影

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明确促进国际收支平

衡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着力点。

注 : ①该理论假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进出口商品和国内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中国进口商品有相当部分是国内尚不能完全替

代的生产资料 ,出口商品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 ,根据不完全替代理论和 Thirlwall、戴祖祥、朱真丽等学者的模型 ,进出口需求函数是相

对价格和实际收入的函数。

1 　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模型

根据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开放条

件下各个国家均不能长期保持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

或顺差 ,而应该趋于国际收支的均衡。因而 ,每个国

家都存在一个经济增长率 ,它与经常账户上的国际

收支均衡或经常与资本账户上的总量平衡相适应。

他从需求角度分析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对发展中国家

长期经济增长的约束效应 ,建立了国际收支约束下

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 (1) 。

如果用一个国家自己的货币做为计量单位 ,该

国的经常账户国际收支平衡可表示为 :

Pd X = Pf M E (1)

其中 , X 为出口数量 , Pd 为出口品的平均价格

水平 ,因而 , Pd X 即为该国用本国货币表示的出口

总值 ; M 为进口数量 , Pf 为进口品用外国货币标价

的平均价格水平 , E 为名义汇率 , Pf M 为该国用本

国货币表示的进口总值。

对一个增长中的经济体来说 ,使国际收支保持

均衡的条件是出口收入的增长率与进口支出的增长

率相等 ,即有 :

pd + x = p f + m + e (2)

其中 ,小写字母代表等式中变量的变化率。

为了明确进出口的影响因素 ,我们根据不完全

替代理论①来建立进出口方程 ,即 :

X = A (
Pd

P f E
)ηZ

ε (3)

M = B (
Pf E
p d

)ψY n (4)

其中 , Z 代表世界收入水平 , Y 代表国内收入水

平 ,η为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 (η < 0) ,ε为出口需求

的收入弹性 (ε> 0) ,ψ为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 (ψ <

0) ,π为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 (π > 0) 。A 、B 为常数。

如果 (3) 和 (4) 式中各变量的变化率很小 ,那么 ,出

口和进口的增长就取决于 :

x =η( pd - p f - e) +ε( z) (5)

m = ψ( p f + e - pd ) +π( y) (6)

(5)和 (6)式中的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对应各变量

的增长率。

由于进口的增长依赖于国内收入的增长 ,如果

我们将方程 (5)和 (6)代入方程 (2) ,就能得到一个表

达式 ,它表示一国的收入增长与经常账户均衡相适

应。

y =
(1 +η+ψ) ( pd - p f - e) +ε( z)

π
(7)

由式 (7)可见 ,一国与经常账户均衡相适应的长

期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一国进出口相对价格的变化

率、进出口的价格弹性、世界经济增长率以及该国

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如果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伴

随着国际收支的严重恶化 , 则保持国际收支经常账

户平衡的要求将通过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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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口为相对价格和世界收入的函数 ,如果

相对价格不变 ,则出口仅取决于世界收入水平 ,对于

特定的某一国家而言 ,完全由外生决定。假定以同

一种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在长期中变动不大 ,可将

出口作为系统的外生变量。[12 ] 一国进出口的相对价

格即为贸易条件 ,我国的贸易条件在 1994 年后才逐

渐稳定下来 ,但贸易条件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 ,因

此 ,出口主要受到世界市场需求的影响 ,国内外价格

水平和汇率波动的影响并不重要这一结论对于中国

是成立的[4 ] ,这样我们也将出口作为外生变量来处

理 ,则 (7)式可简化为 :

y =
(1 +ψ) ( pd - p f - e) + x

π
(8)

由上式可见 ,通过测算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ψ、

进口需求收入弹性π、出口增长率 x、和相对价格的

变化率 pd - p f - e ,即可以测算我国国际收支约束

下的长期经济增长率。

若只考虑在经常项目平衡的约束下 ,由出口增

长率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上限 ,忽略相对价格变化

的影响 ,方程 (8) 可进一步简化为 :

y =
x
π

(9)

方程 (9)被成为“瑟尔沃规则”,通过比较 (8) 式

和 (9)式 ,可以分析相对价格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

的影响。

2 　国际收支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中
国的实证分析

　　要根据 (8) 式测算我国国际收支约束下的长期

经济增长率 ,需要通过建立总进口方程 ,通过计量获

得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再将国际收支

约束下的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进行对

比 ,以进一步明确影响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探

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政策着

力点。

211 　边界检验法

在对经济时间序列变量之间长期协整关系进行

研究的方法中 ,可以采用 Johansen 和 J uselius 的协

整向量自回归 (cointegrating VA R) 分析框架进行

协整检验 ,还可以使用建立在无约束误差修正模型

(U ECM) 基础上的边界检验方法[17 ] 。但是 , Pesa2
ran 等认为 ,协整向量自回归 (cointegrating VAR)

分析涉及大量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选择 ,滞后阶

数确定 ,趋势项和截距项确定 ,特别是对于我国来

说 ,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变量 ,时间跨度

普遍较短 ,这种小样本的情况使得基于协整向量自

回归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模型的稳健

性不高 ,而边界检验则是较好的方法。

运用边界检验方法对经济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分

析包括两个阶段。第一 ,通过计算构成 ARDL 模型

的基础误差修正表达式中 ,滞后水平变量显著性检

验的 F 统计量来检验被研究的变量间是否存在长

期的协整关系。计算的 F 统计量与 Pesaran 等计算

的临界值进行比较。若计算的 F 统计量超过 Pesa2
ran 等计算的临界值区间的上界 ,则可以拒绝不存

在协整的原假设 ,若 F 检验值低于临界区间的下

界 ,则不能拒绝不存在协整的原假设 ,如果 F 检验

值在临界区间之内 ,则还必须进一步对所有变量进

行单位根检验 ,以确定构成模型的时间序列是 I (0)

还是 I(1) ,再根据 Pesaran 提供的临界值表做出是

否存在协整关系的判断。

无约束误差修正模型 ( U ECM) 的基本形式如

(10)式所示 :

D X t =α0 + ∑
K1

i = 0

α1 i D X t- i + ∑
K2

i = 0

α2 i D Y t - i +

∑
K3

i = 0

α3 i D Z t - i +α4 X t- 1 +α5 Y t- 1 +

α6 Zt- 1 + ut (10)

其中 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α0 是漂移项 , ut 是

白噪声 ,边界检验首先利用 OL S 估计方程 (10) 。根

据标准信息准则A IC或 SC选择最优的滞后结构 ,估

计公式的各个参数。原假设 H0 :α4 =α5 =α6 = 0 ;备

选假设 : H1 :α4 ≠0 ,α5 ≠0 ,α6 ≠0。原假设即表明不

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第二 ,在确定协整关系之后 ,我们即可以利用

U ECM 方程来估计长期变量的参数 (方程中各个滞

后变量的系数) ,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短期动态误差修

正模型的参数 (方程中各个差分项的系数) 。

212 　中国进口需求方程参数的估计

由于我国从 1982 年开始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 ,

因此 ,我们采用 1982 —2005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

集 ,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

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 IMF 的《国际金融统

计》。

根据 (4)式建立传统的总进口需求方程 ,对各变

量取对数可得到 :

m = c +πy +ψ( ep f

p d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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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m 是进口量的对数值 ,进口量为进口额 /

进口价格指数① ;相对价格指数 eP f / Pd 用实际有效

汇率指数 R (1995 年为 100) 的对数值来衡量的 ( r) ,

国内实际收入指数用国内实际 GD P 指数 (1995 年

为 100) 的对数值表示 ( y) 。

要利用边际检验衡量进口量、GD P、相对价格

水平之间的长期关系 ,建立 A RDL - U ECM 模型 :

Δm t =β0 +β1 m t - 1 +β2 y t- 1 +β3 ( ep f / pd ) t - 1 +

∑
k1

i = 1
b1 iΔm t- i + ∑

k2

i = 0
b2 iΔy t- i +

∑
k3

i = 0
b3 iΔ( ep f / pd ) t - i + ut (12)

上式中各变量的滞后期不必相同 ,根据 A IC 和

SC 准则选择滞后期分别为 : l = 3 ,q = 2 , r = 4 ,对进

口需求方程的参数估计如表 1 所示。为验证回归分

析的可靠性 ,对回归方程的统计特性进行诊断检验

(表 2) ,结果表明方程不存在设定误差 ,残差项不存

在序列相关和 ARCH 效应 ,残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的

概率为 81 % ,回归方程具有良好的统计特性。

注 : ①进口价格指数为商品产地的批发物价指数 3 汇率 ,由中国进口贸易伙伴国的商品批发物价指数乘以该国占我国进口贸易量的权数

加总得到。相关数据和计算方法参见 :卢峰《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 (1979 - 2005) ———中国经济追赶实践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

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 No. C20060032006 - 02。下文所涉及到的相对价格指数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以及计算方法 ,同参见该文。

表 1 　中国进口需求方程参数的估计

Dependent Variable : DM

Method : Least Squares

Sample (adjusted) : 1987 2005

Included observations : 19 after adjusting endpoint s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 检验值 P 值

M2 ( - 1) - 11133 141 01230 238 - 31053 978 01037 9

Y( - 1) 11730 147 01346 529 41992 787 01007 5

R( - 1) - 01521 095 01428 432 - 21212 942 01091 3

C - 31964 710 01926 971 - 41277 058 01012 9

D (M ( - 1) ) - 01650 639 01231 297 - 21813 010 01048 2

D (M ( - 2) ) - 01712 471 01235 037 - 31031 315 01038 7

D (M ( - 3) ) - 01498 286 01152 265 - 31272 495 01030 7

D Y 91661 831 21593 430 31725 503 01020 4

D ( Y( - 1) ) - 61472 293 11334 455 - 41850 138 01008 3

D ( Y( - 2) ) 51496 569 11349 167 41074 047 01015 2

DR - 01120 264 01348 727 - 01344 867 01747 6

D (R( - 1) ) 11432 434 01222 828 61428 422 01003 0

D (R( - 2) ) 01480 211 01189 827 21529 734 01064 7

D (R( - 3) ) 01585 049 01203 672 21872 503 01045 4

D (R( - 4) ) 01735 771 01229 893 31200 495 01032 9

R2squared 01982 936 Mean dependent var 01112 880

Adjusted R2squared 01923 210 S. D. dependent var 01191 374

S. E. of regression 01053 032 Akaike info criterion - 31015 051

Sum squared resid 010112 49 Schwarz criterion - 21269 442

Log likelihood 431642 99 F2statistic 161457 49

Durbin2Watson stat 21929 007 Prob ( F - statistic) 01007 614

　　注 :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D 表示对相应变量所做的差分。

　　进口需求方程变量之间的边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于 F 检验值为 51105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

上 ,显著高于上界的临界值 6136 ,因此 ,我们可以拒

绝需求方程中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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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进口需求方程估计的诊断检验

Ramsey RESET(1)检验 :

F 统计量 21395 767 P 值 01219 412

Breusch2Godf rey 序列相关 L M 检验 (Lags = 2)

F 统计量 11955 170 P 值 01338 390

ARCH (1)检验

F 统计量 01328 573 P 值 01574 469

正态性检验

Jarque2Bera 01414 850 P 值 01812 674

表 3 　进口需求方程的边界检验

F 统计量 51105 3 3 3
显著性水平 (k = 2) 渐进临界区间下界 渐进临界区间上界

1 % 5115 6136

5 % 3179 4185

10 % 3117 4114

　　注 :临界值来自 Pesaran et all ,k 表示解释变量的个数 ,

( 3 3 3 )表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根据边界检验的相关研究[17 - 18 ] ,长期进口需求

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分别是 :滞后收入变量和滞

后价格变量的系数与滞后进口需求变量系数的比值

的相反数 ,即进口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分别为 - (β2 /β1 ) 和 - (β3 /β1 ) 。

通过边界检验 ,得到我国进口需求总方程为 :

m t = 1153 y t - 0146 r - 3150

(4199) 　( - 2121) 　( - 4128) (13)

其中 ,括号中数值为相应的 t 检验值。(13) 式

测算获得的长期总进口方程中的系数符号与经济理

论的预期一致 ,并且都为显著的。从而得到我国进

口需求收入弹性值为 1153 ,价格弹性值为 0146。

213 　国际收支约束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率的测定

将我国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值 1153 ,价格弹性值

0146 ,出口增长率 ,和实际有效汇率增长率等参数代

入 (8)式和 (9) 式 ,测算得到我国国际收支约束下的

两种形式的理论增长率 ,下文中将根据 (8)式测算的

理论增长率表示为 y1 ,根据 (9) 式测算的理论增长率

表示为 y2 ,实际经济增长率为 y0 。由于 BPCG模型适

用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将 1982 - 2005 年之间

每十五年作为一个区间进行分析 ,并将测算的理论增

长率与实际增长率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 4 所示①。

表 4 　各时期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实际有效汇率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理论增长率 %

年份 出口增长率
实际有效汇

率增长率

实际经济

增长率 (y0 )

理论经济

增长率 (y1 )

理论经济增

长率 (y2 )

1982 - 1996 1614 718 918 810 1017

1983 - 1997 1616 618 917 814 1018

1984 - 1998 1611 514 916 816 1015

1985 - 1999 1517 014 915 819 1013

1986 - 2000 1518 217 915 914 1013

1987 - 2001 1515 117 915 915 1011

1988 - 2002 1519 017 914 1011 1014

1989 - 2003 1612 015 915 1014 1016

1990 - 2004 1610 - 013 914 1015 1015

1991 - 2005 1616 - 019 912 1112 1018

1982 - 2005 1613 311 914 916 1017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IMF《国际金融统计》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历年数据计算整理得出。各

变量的增长率为指数增长率 ,计算方法为分别对出口量、实际有效汇率、实际 GDP 增长率取自然对数 ,然后建立回归方程 lny

= c + bt + u ,t 为时间趋势 ,u 为随机误差项 ,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 b ,即为该变量的指数增长率。

注 : ①考虑到样本数量有限 ,若分别对各个时期的进口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进行计量 ,估计值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因此假设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口具有恒定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 ,各时期实际增长率的计算均采取了前文计量得出的 1982 - 2005 年的弹性值。

3 　结论与启示

比较分析 1982 - 2005 年间我国国际收支约束

下的理论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 ,可得到以下主要结

论。

1)我国在 1982 - 2005 年间 ,由BPCG模型所测

算的两个理论年均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年均经济增长

率都较为接近 ,证明国际收支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

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我国的进口和出口增

长率的差距并不是太过悬殊。若不考虑贸易条件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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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即比较实际增长率 y0 和理论增长率 y2 ,可以

看出 y2 比 y0 平均约高出一个百分点 ,意味着若要我

国出口量和进口量的增长率达到动态平衡 ,经济增

长还有一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①。由于出口引致的

增长能够带来经常项目的顺差 (根据外贸乘数理论 ,

进口增长小于出口增长) ,而消费、投资等内需因素

引致的增长将增加进口 ,从而导致经常项目的恶化 ,

因此 ,改革开放以来 ,出口的持续增长对于我国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使得我国能够保持经济

的快速增长和经常项目的顺差。

注 : ①事实上 ,由于存在着“Kaldor - Verdoorn 效应”(Dixon and Thirlwall) ,即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制成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应提

高 ,相对价格的降低将使得出口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从而促进出口 ,因此 ,跟文中所得到的理论增长率相比 ,即使我国经济增长再高一定的水

平 ,也未必将出现经常项目的逆差 ,即实际的平衡增长率应比文中的测算结果更高。然而 ,若考虑出口和相对价格的内生性 ,就涉及到出口方

程的建立和估计 ,本文为简便起见 ,暂时忽略了这一效应。

②贸易条件恶化表现为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 ,由于篇幅限制 ,相关数据文中未列出。

2)考虑贸易条件变化对国际收支约束下经济增

长的影响 ,即比较实际增长率 y0 和理论增长率 y2 ,

可以看出 ,在 1982 至 1999 年之间的各个十五年时

期区间 ,实际增长率相比理论增长率来说稍高 ,而在

1986 至 2005 年的各个十五年时期区间 ,实际增长

率相比理论增长率较低。除去计算误差 ,原因在于

我国在 1982 - 1993 年间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而

1993 至 2005 年间贸易条件略有改善② ,由于进口需

求的价格弹性为 - 0146 ,贸易条件对理论增长率的

影响较为显著。贸易条件恶化使得国际收支约束下

的经济增长率较低 ,而在 1982 至 1999 年的各个时

期区间 ,经济实际增长率超过了理论增长率 ,致使

80 年代若干年份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

3)根据开放的宏观经济理论 ,若央行不采取冲

销手段干预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

的增加将使得利率下降 ,投资上升 ,同时居民收入增

加 ,促进消费 ,因而促进经济增长并扩大进口 ,经济

将在长期中实现经常项目平衡的增长率。而对于我

国来说 ,为了稳定货币供给 ,央行只能扩大冲销规

模 ,否则将给金融体系带来过多的流动性 ,相反 ,即

使央行不采取冲销政策 ,由于我国利率未实现市场

化 ,增加的货币供给未必能够扩大内需 ,而是更多的

涌入了金融市场而非实体经济。因此 ,理论中的平

衡增长率难以实现 ,上述大多数时期区间经济的增

长率低于平衡增长率。

我们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

定的重要任务 ,是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并略有结

余”。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结合 BPCG 拓展模型的

经济含义 ,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途径达到在促进我

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目

的。

1)积极扩大内需。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

严重依赖于外需 ,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 ,并由

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因而净出口的持续

扩大是难以为继的。若未来出口增长率降低 ,经济

增长也将受到抑制 ,加之贸易条件的恶化 ,经常项目

甚至有可能出现逆差。因此 ,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

长 ,重点要转向扩大内需。对于现阶段经常项目严重

失衡的局面 ,扩大内需还将促进进口 ,缩小顺差。

2)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实现出口“规模导向型”

向“效益导向型”转变。出口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如 BPCG 模型所示 ,长期经济

增长受出口增长率、进口收入弹性和贸易条件等的

影响 ,通过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 ,支持和培育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 ,提高出口

商品附加值 ,可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 ,有利于长期经

济增长。

3)实现外部平衡应侧重于扩大进口。鉴于改革

开放以来出口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

对我国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也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

因此抑制出口对我国来说并不现实 ,政府平衡国际

收支应采取扩大进口的策略。若进口的增长速度超

过出口 ,经常项目的逆差就将减少。一方面 ,随着我

国经济快速增长 ,国内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 ,面

对日益增长的对国际资源的依赖 ,需要进一步完善

资源储备制度 ,扩大进口一些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

和资源性产品 ,来充实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库。

这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也可直接促进外

部平衡。另一方面 ,尽管扩大进口相当于提高了进

口收入弹性 ,从 BPCG模型看来不利于国际收支平

衡约束下的经济增长 ,但若从供给的角度考虑 ,重视

机器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或其他形式的技

术贸易 ,其溢出效应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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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t and Secular Growth of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t he BPC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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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ince t he Reform and Openness ,China has been closer to t 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lt hough it kept growing so fast ,“twin sur2
pluses" has been a significant problem as it isn’t good for t he sustaining growt h and ou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 This paper based on

t he balance of payment s const rained growt h model and analysed t he difference between t heoretic and actual growt h rate of China during 1982 -

2005. We discussed t he factors for secular growt h and t he policy for t he stabilization of economy. We have to improve t he st ructure of our ex2
port and terms of t rade , import more resource and high tech product s.

Key words : balance of payment s ;growt h ;BPCG model

56

我国物业管理市场准入制度分析 　


